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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初中学困生转化  与学困生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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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黄塘中学  517469） 

 
摘要：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体现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初中

生都得到有价值的平等的教学。然而在小学数学到初中数学的过渡过程

中，很多学生因为难以接受学习内容、研究方法和知识难度的变化，从

而导致了成绩不佳等情况。数量可观的学困生使得初中的教学很难继续

开展。针对初中学困生转变的教学要求，本文首先分析了学困生出现的

原因，并提出了加强初中生学困生转化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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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学困生一般是指在学习的知识、品格、方法等方面存
在着困难和问题，学习成绩较差，学习能力得不到开发，无法达
到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的学生。主要表现为思考不积极，注
意力不集中，不善于语言思维等。这是发展素质教育过程中需要
加强重视的问题，而近年来如何转化学困生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学
校教学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教师也开始重视学困生的
产生原因并开始了不断探索。 

一、学困生出现的原因探究 
（一）学生学习习惯较差 
在由小学向初中过渡的过程中，学生学习的知识难度提高了

一个水平，很多学生因为无法适应这样的改变，将小学就留存的
不良的学习习惯逐渐扩大，如上课不认真听讲、注意力分散、纪
律较差、不认真完成作业等，久而久之就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重
大影响，甚至导致学生自暴自弃。尤其是对一些反应能力、接受
能力较强的高能学困生来说，不良的学习习惯是影响他们成绩提
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学生的学习环境较差 
学生的学习与学习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家庭中，很

多家长过分溺爱学生，对学生一味的迁就纵容，而不重视学生在
学习态度、学习思想等方面的培养。再加上许多学生的家长，由
于性格问题或者是事业原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管理
学生，导致学生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学习态度。 

（三）学生缺乏对学习的兴趣 
很多初中生其实一开始对学习有很大的兴趣，但是随着学习

的知识越来越深入，抽象知识学习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
的考察变多，很多学生对学习产生了畏惧情绪，从而减少了付出
的努力，兴趣越来越淡，失去了学习的动力。这很容易导致学生
偏科使学生成绩难以提高。 

二、有效转化学困生的教学措施和手段 
（一）深入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 
在转化学困生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学生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一方面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学生学习的困难之处有所
掌握；同时要考察学困生的心态和心理，对学困生学习目的、态
度、兴趣、爱好、志向、心理变化和生理特点、家庭环境、生活
环境以及行为品德等方面作全面调查、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够针
对学生的弱点和困难之处，因材施教。这是教师与学生成为朋友
的基础。 

同时考察学困生的状况也是学校的任务。学校、各班、各科
教师都要通过平时的教学反馈和成绩，了解学困生的薄弱之处，
选取一些具备学习潜力而又学得差强人意的学生，作为学困生转
化对象。通过建立档案分类分析，能够更加系统地统计学生的状
况，进而能够对症下药开展思想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用谈话式的教学引导手段。谈话是教师
与学生加强了解的最主要的途径。教师与学生在互相了解的基础
上，建立平等的关系，以朋友的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学习等
各方面的问题。教师以身作则，学生会在教师的熏陶和思想的潜
移默化中，逐渐改变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心理。这样能够鼓励学
生转变思想，鼓足勇气，从身边小事做起，开始乐观的对待生活。 

（二）尊重学生，帮助学生重拾自尊自信 

感情倾斜法是这一阶段主要用到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在与学
生的情感交流中充分尊重学生，与学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例如对一些比较外向的学生，可以多与学生进行交流。在谈
话中，以朋友的角度替为学生指出前进的方向，引导学生主动发
现自己的有点和不足。同时教师可以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教导
学生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鼓励学生勇于面对现实发
现，发现自身潜能，从而战胜困难与挫折，做一个自尊自信的初
中生。对一些比较内向的学生，则更需要细致对待。教师要重点
关注他们的心理特点，采用更加迂回、委婉的方式，帮助学生发
现自己的闪光点，也寻找自身的不足之处。同时更加宽容的对待
学生，和他们共同面对、解决问题，克服面畏惧心理；允许他们
有失误，有反复。用自己的热情、真诚和人格魅力，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动力，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期待。 

（三）着重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困生的转化过程中，教师需要重视他们的个性发展，不

断放大他们的闪光点，注重对他们的学习兴趣的培养。教师与学
生成为朋友关系，也就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师生
关系，更是在各方各面的互助关系，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例如教
师可以举办一些活动与学生共同参加，在活动中学习克服困难的
方法与态度。在课后，教师也要下功夫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就学
生感兴趣的方面进行交流。减轻学生在学习中的畏惧心理，敢于
表达，敢于质疑，促进学生对于学习某一方面知识的兴趣，改善
学困状态。 

结束语：面对初中学困生，教师们要常抓不懈，通过严格的
管理和积极的引导，帮助学生克服在学习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走进学生的心灵，关注学生的综合发展，尊重学生之间
的差异。在师生间朋友般的友好交往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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